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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承载着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城镇犹如璀璨的明珠散落

在中华大地。历史文化城镇是许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所构成的城市或者古镇，它

们常具有独特的景观和乡土特色。天、地、人、建筑、桥、水、植物等形成了古城镇迷

人的风光和优美的街道景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增大，历史文化城镇逐渐成为人

们体验文化、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很多传统城镇的功能和建筑格局不能够适应当代生活的需要，

部分历史文化城镇和建筑或逐渐被拆除，或因年久失修而损毁，但它们所具有的历史文

化价值却永远值得我们去发掘和研究。鉴于历史文化城镇的城镇空间特色、建筑空间特

点以及其美学情趣等都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因此除了保护和研究重点的建筑空间外，保

护和研究历史文化城镇的总体空间结构特点就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传统古城镇的研究与保护中，专家们做过大量的工作，使很多著名的古城镇得以

较好的保留。例如，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对中国的传统城镇的保护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东南大学的段进教授对古镇空间很有研究，特别是对徽州古村落的空间进行了详尽

的解析，为它们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西南交通大学的张先进教授、季富政教

授等也对四川地区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看法。这些都为本书的研究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历史文化名镇在本书中简称为古镇。

古镇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在传统民居调查测绘的基础上，扩展运用传统的建筑学、

规划学、风水学、哲学等进行分析研究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先进的国外理论

和思潮进入我国，不少研究已经开始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体系，如场所理论、视觉效

应、符号学、心理学等。但当前的研究对于传统古镇的建筑风格、选址特点、布局和风

水等内容涉及较多，而对于其空间的组成结构与特点、内外空间形式与结构、不同古镇

空间的异同等内容则涉及较少；同时对于古镇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在宏观方面提及的较

多，而对于从空间角度去研究古镇特点并进行保护的内容则提及的不多。总的来说，是

研究的出发点少，缺少系统的内在认识。本书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分析研究四川地区古

镇的空间结构特点，得出部分四川地区古镇的空间结构总体特色，进而能对四川地区古

镇的某些规律有一定的认识。

本书主要以空间结构特点为主要着手点，在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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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理论分析历史文化城镇现有的整体、街道、建筑等的空间、组成界面、美学和视觉效

应，力争得出四川地区古镇的一些共有的特点和不同古镇的差异。而对于古镇形成的具

体原因和过程，书中不做过多的探讨。在进行分析研究前，先对本书的研究做条件限

定。鉴于四川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形复杂，以及每个古镇的建筑风格又有一定

差别，因此本书以四川汉文化为主的地区 （含部分重庆地区）的县建制以下的历史文化

名镇为研究对象，以求对其空间结构特点进行分析和归纳总结，并在古镇的开发中注重

其特点，以保护其特有的空间、建筑与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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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论

四川地区 （包括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属于内陆大省，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在悠

久的岁月中，创造出璀璨的历史和举世瞩目的巴蜀文化。

川峡四路，今名 “四川”的源头，宋元时代行政区划名，包括益州路 （成都府路）、

梓州路 （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共计四路。宋太祖乾德三年 （９６５年），宋军灭

后蜀，设西川路，治益州 （四川成都）；开宝六年 （９７３年），又设峡西路，治梁州 （兴

元府，陕西汉中）；太平兴国六年 （９８１年），将西川路和峡西路合并为川峡路；至道三

年 （９９７年），又分设西川路、峡西路两路；咸平四年 （１００１年），将西川路析置为益州

路、梓州路两路，将峡西路析置为利州路、夔州路两路，故宋人合称其为 “川峡四路”，

简称为 “四川”。

川峡四路的行政管辖区域大致包括：今四川大部、重庆全境、陕西汉中、湖北恩

施、贵州的安顺、贵阳、遵义、铜仁等区域，以及甘肃文县。

川峡四路 （四川）与两浙路 （江南）成为宋代最主要的两大经济区，是宋朝政府的

主要财政来源地，尤其宋后期，成都已经取代扬州，成为宋代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元置

四川行省，并将自古与巴蜀一体的兴元府 （梁州，今陕西汉中）划入陕西行省；明置四

川布政使司；清改为四川省。

在先秦时期，四川地区曾建立了多个国家，其中最强大的有两个：一个是川西地区

以古蜀部落为中心建立的蜀国，一个是川东地区 （今川东地区和重庆地区）以古巴部落

为中心建立的巴国。所以，四川古称 “巴蜀”，是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大省。

四川气候总的特点是：区域表现差异显著———东部冬暖、春早、夏热、秋雨、多云

雾、少日照、生长季长，西部则寒冷、冬长、基本无夏、日照充足、降水集中、干湿季

分明；气候垂直变化大，气候类型多。由于受地理纬度和地貌的影响，气候的地带性和

垂直方向变化十分明显，东部和西部的差异很大，高原山地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并

存。根据水、热和光照条件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三大气候区：

四川盆地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即四川盆地及周围山地。该区全年温暖湿润，气温

日较差小，年较差大，冬暖夏热。盆地云量多，晴天少，雨量充沛。

川西南山地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区。该区全年气温较高，年较差小，日较差大，早寒

午暖，四季不明显，但干湿季分明，降水量较少，云量少，晴天多，日照时间长。其河

谷地区受焚风影响形成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山地形成显著的立体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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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北高山高原高寒气候区。该区海拔高差大，气候立体变化明显，从河谷到山脊

依次出现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亚寒带、寒带和永冻带。总体上以寒温带

气候为主，河谷干暖，山地冷湿，冬寒夏凉，水热不足，天气晴朗，日照充足。①

由于地处南方地区，四川地区古镇整体空间结构大多具有南方小巧通透的特色，其

建筑形式具有典型的南方木穿斗式特点，但四川不同地区地形、气候、民族、文化、经

济等条件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的古镇空间特色和不同的建筑形式特点，使古镇体现出丰

富多彩的建筑风格。在川西北高山高原地区存在着以藏寨和羌寨为代表的村镇，建筑以

乱石砌墙，顺应陡峭的山坡，同时因为气候寒冷，因此外墙厚重，形成一种山地特有的

重叠空间。而在四川盆地及周围山地汉族为主聚居的区域，是以木穿斗式和院落组合形

式的民居建筑，它们组合成了平原地区和山地的古镇，形成了以 “线形”为主要特点的

空间特色。川东和川西的坡地则是以干阑民居为主要特点的建筑空间，因此在古镇中形

成竖向高度变化的 “线形”空间。而在川西南山地彝族地区除了传统的木穿斗式特点外

还加入了很多民族的彩色雕刻，民居常聚居在取水方便、向阳而又容易放牧的地方，村

寨空间松散，布局相对比较随意。这些风格各异的古村镇与传统的民居都是四川地区各

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优秀的村镇空间和民居空间，它们是我国优秀的

历史文化遗产，是民间艺术的宝藏。

因此，运用现代的空间与建筑理论对它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保护与开发古镇的重

要基础。

第一节　研究概况

在研究古镇空间结构之前，对以往的研究作一个简单的概述，以便在前人的基础上

进行讨论研究。在对古镇空间结构的研究中，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做了不少的探讨，但

主要的最新理论仍然来自国外，这与现代、后现代以及最先锋建筑空间理论的产生起源

于国外有密切的关系。在最近数年中，国内学者在国外理论的启示下也开展了一定的研

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一、国外现代建筑与城镇空间理论发展概述

现代建筑空间产生于现代建筑与城市，现代建筑与城市产生于１８～１９世纪的欧洲

社会，它被认为是现代建筑与城市发展的摇篮。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

复古运动的影响下，现代建筑与城市设计思想的萌芽开始出现，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其一，对传统的否定。该思想认为建筑是时代的代表和体现，建筑空间必须适应新

① 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７６２７．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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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需要，因此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建筑形式来围合新的空间体系以适应社会、经济

和文化的需求。其二，该思想认为建筑空间要有强烈的时代感。其三，建筑空间服务对

象的改变。传统的建筑空间主要服务于皇权、宗教，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对不同

建筑空间的需求日益增大，新的建筑要求多元化的特点，促使现代建筑空间的产生。①

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现代建筑及其空间的产生，特别是钢和玻璃的

应用，产生了新的空间形式。１９世纪下半期，西欧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工业革命导致

技术突破性进步，城市越来越庞大，不仅是建筑空间发生变化，而且产生了交通运输、

都市规划，以及因为工业化造成的工厂厂房、职工宿舍等新的功能要求。大量新的建筑

与规划活动因此产生，如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芝加哥学派等，从而不断推动现

代建筑空间和城市的产生。

在城市空间发展中，工业化促使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形成，成为新城镇规划与旧城

改造的指导思想。大部分传统城镇是历史因素经过数百年才逐渐形成的居住中心，或带

有宗教等其他功能的聚集地。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发展基本沿袭罗马帝国的空间发展规

律，以庞大的公共或者宗教建筑为特色，形成有纪念意义的空间结构。中国是亚洲地区

城市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在战国时期城市规划思想就已经成型，《考工记》便是最典

型的代表作。中国城市主要以宫室为主体形成空间结构。

欧洲最有影响的规划运动是法国巴黎的三次改建，不断完善着现代巴黎的空间结

构，特别是欧斯曼的第三次改建，疏导了交通，增加了一系列突出的纪念性建筑，兴建

许多公共建筑和桥梁，基本确立了现代巴黎的空间结构，使巴黎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

市之一。

随着工业革命技术的不断提高，城市设计与规划已经不像１８世纪那样简单了。在

众多的规划理论中，法国建筑师托尼·加涅提出了 “工业城市”的规划理论，这完全是

为了对付工业化造成的城市压力而提出的。该规划理论主要是对城市功能进行简单的分

区和解决交通运输的问题，把城镇中各个不同的职能彻底分割开，只是交通相互联系，

形成了比较独立的单元。这种做法虽未能付之于实践，但对之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个规划理论对笔者所研究的古镇没有指导意义，因为四川地区

古镇实际上是一种乡村集合体，并没有典型的功能上的分区和交通流线上的特殊要求。

西班牙工程师苏里亚·马泰提出了带状城市，认为建立带状城市可以避免以往环状

城市的多种缺陷。城市可以做到无限延伸并与乡村有机地结合起来，但这样就会消灭城

市的商业中心，商业经济利益就会受到影响。本书中研究的古镇 “线”形空间与带状城
市有形式上的相似，但在结构上却有很大的差异：四川地区古镇是一种以血缘或者地缘

为纽带的空间复合体，而带状城市则是现代功能的复合体，两者在空间上差异较大；带

状城市的增长模式与四川地区古镇却有类似之处，它和古镇一样也起着联系乡村的作

用，只是带状城市是一种大城市的高层级，古镇却属于半乡村的低层级。

① 王受之．世界现代建筑史 ［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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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的田园城市①是为了解决大量农业人口拥入城市而造成城市条件的急剧恶

化，因此他的规划理论重点在于建立一些小型的市镇来取代大都会，达到减少大都会人

口的目的，以保证城市优良的环境。在恩温和帕克的继续发展下，卫星城镇的规划理论

得以诞生，其目的是分散大城市的空间、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在卫星城与大城市之间形

成一种层级和空间体系的关系。而在中国传统城市发展中，未能形成这样的模式。这里

所研究的小的城镇常作为乡村交易的场所，与具有统治意味的大城市常没有直接的联

系。这种分散建设的思想对研究四川地区古镇开发很有启示，特别是古镇新区开发中，

新区和老区相互分离发展，是解决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冲突的合理方式。

西谛在考察了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优秀城镇和建筑群的实

例后，认为要以确定的艺术方式形成城市建设的艺术原则。② 他对空间各类构成要素，

诸如广场、街道、建筑、小品等进行探讨，提出了建立艺术空间和宜人尺度的基本原

则，从而建立起丰富多彩的城市空间和有机构成的活动空间。在中国的传统古城镇中，

同样存在着艺术的原则，它直接影响着古镇的空间格局。艺术在东西方会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欧洲地区古镇与四川地区古镇的不同风貌。

而美国近现代的城市规划基本上缺少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它常采用非常简单的行

政方法：方格网的城市规划，形成机械的方格城市布局。当然这种方式在工业化时期能

较好地解决很多城市功能问题，但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容易出现很多 “消极”空间，影响

城市的活力。在四川这个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特别是古镇这种自发而成的文化综

合体，是不能采用这种简单而武断的保护与开发模式的。

１９０８年奥地利建筑师路斯曾经提出过 “装饰就是罪恶”的观点，③ 他提出了 “纯净

的”美学 （即形态简单，并且能真实地反映建筑材料等）的重要理论。１９０２年比利时

建筑家凡·德·费尔德在德国设计了魏玛艺术与工艺学校，这个学校成为格罗庇乌斯建

立的包豪斯学校的前身。两者的探索实际上是对新空间与其界面的研究，他们反对装

饰，表明了要求界面的纯净。虽然这种理论适合现代建筑的设计特点和思维，但是对于

传统城镇的界面处理则显得过于激进。

然而，真正的现代建筑空间出现在工业建筑中。１９０８年，德国现代建筑先驱贝伦

斯设计的德国通用电器公司的透平机车间开创了历史的先河。这个建筑以简洁的立面、

高大且现代的室内空间为特征，是当时全世界最现代化的车间。

瓦尔特·格罗庇乌斯是现代建筑和现代建筑教育领域中最重要的四个先驱之一，他

在１９１９年设计建立的包豪斯学校，奠定了现代主义设计的观念，强调以功能分区为基

础的空间组织原则，同时强调简洁而不装饰的建筑立面的新形式设计。

①

②

③

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 ［Ｍ］．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卡米诺·西特．城市建设艺术———遵循艺术原则进行城市设计 ［Ｍ］．仲德崑，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窦武．卢斯 《装饰与罪恶》译后记 ［Ｊ］．世界建筑，１９８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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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斯·凡·德·罗是现代主义设计最著名的大师之一。他提出了 “ｌｅｓｓ　ｉｓ　ｍｏｒｅ”①

的立场和原则，这对现代建筑的特点影响巨大。他提倡形成建筑内的大空间———流动空

间，建筑表面体现出纯净的钢和玻璃新材料的特点，这影响了现代大多数城市，也是现

代建筑风格的典型特点。

勒·柯布西埃是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设计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建筑 “机械美

学”的提倡者，他认为 “住宅是居住的机器”②，建筑应具有机器美学的特点。他在

１９２９年设计的萨伏伊住宅是现代建筑空间与形式的典型代表，其中体现了五点原则：

自由平面、自由立面、横向长窗、独立支柱、屋顶花园，表明了现代建筑空间的运用特

点和外立面带有机械美学的特色。１９２８年他组建成立了 “国际现代建筑大会”，即

ＣＩＡＭ。在１９３３年召开的ＣＩＡＭ国际会议上，以勒·柯布西埃为主导制定的 《雅典宪

章》明确指出了城市规划应具备的四大功能：居住、工作、交通、游憩。勒·柯布西埃

是现代城市规划原则的中坚力量，在他提出的 “明日城市”和 “光辉城市”规划中，城

市交通是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以高层建筑来提高城市密度。这种纯技术手段虽然有

利于解决城市用地紧张的问题，但在建筑与建筑之间却留下了巨大空隙而形成 “消极空

间”。

美国现代建筑先驱赖特走的是另外一条建筑路径，即在提倡功能主义的前提下，充

分结合自然环境，而形成 “有机建筑”③ 理论。在他设计的流水别墅中，建筑内空间与

室外空间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而建筑形式则像从岩石上生长出来一样。他的很多作品都

是基于自然环境或者美丽的大草原进行设计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因此他的设计作品

在城市中常显得与现代化的风格不相协调。赖特在 《宽阔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广亩城设

想，其基本理念是 “城市分散于广亩大地，人人拥有一片”。赖特的理论之所以被称为
“广亩城设想”，就是因为他把城市向乡村扩散，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地区性农业网

格之上。赖特提出的 “广亩城设想”，从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的本能出发，发展一种完

全分散的、低密度的生活居住与就业相结合的新形式，满足了人在城市功能的异化 （弊

病）中对克服异化和追求本能的需求，因而更能被人们所接受。④ 同时，他还强调了小

汽车在此间的联系作用。美国１９６０年代的 “市郊商业中心”和 “组合城市”可以认为

是这种思想的实际体现。

以上三位欧洲建筑大师都是在强调功能分区的基础上进行设计的，他们相对都比较

忽略环境与文脉的特点，而美国建筑大师赖特则强调建筑与环境的结合，这在历史文化

城镇的研究中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即建筑必须与环境融合。在四川地区传统古镇的形成

中，建筑和古镇整体空间都能顺应自然风貌，形成独具特色的古镇空间特点。传统与现

代常作为剧烈冲突的矛盾，因此在古镇中如何运用现代手法去开发，而又如何在开发中

①

②

③

④

刘先觉．密斯·凡·德·罗 ［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２．
让·让热．勒·柯布西埃：为了感动的建筑 ［Ｍ］．周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项秉仁．赖特 ［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２．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ｍｏｋｅｒ．ｏｒｇ／Ｐａｐ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１０１４ＤＩ９２００９６８７３９＿２．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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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传统是当今古镇开发中的重要问题。

沙里宁在１９３４年发表了 《城市———它的成长、衰败与未来》，书中提出了有机疏散

的思想。他从生物的成长现象上得到启示，认为城市由 “细胞”组成，“细胞”间必须

给它留有间隙，以供其生长扩展的空间。① 这种留有余地的发展模式很有参考意义，特

别是在传统古镇与新开发区之间留有缓冲的空间，能起到过渡的作用，否则必定会产生

文化与景观上的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代建筑师将功能主义的空间风格进一步发展，比如沙里

宁的有机功能主义、爱德华·斯东的浪漫主义、路易·康的粗野主义等无一不体现出现

代建筑的主流，现代主义的国际风格这个时候刮遍全世界，同时也形成了许多新的改良

风格。随着建筑技术的飞速发展，多样的建筑空间特色百花齐放。

英国著名建筑师吉伯德将城市设计提高到艺术水平去研究，他在１９５２年所著的

《市镇设计》中，阐明了怎样把城市中的各种美学要素组成适合于人居住和工作的美学

环境。② 他在现代主义的条件下对优秀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其中的美学原则

以及城市空间多样的形态、空间与界面的关系等的探索对研究四川地区古镇有很好的借

鉴作用。《市镇设计》是西方城市规划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它对当今世界所有城镇的规

划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美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芒福德指出：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该有机地结合

起来。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芒福德同意赖特的主张，即分散建造许多新的城市

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以现有的城市为主体，就能把这种区域统一体引向

许多平衡的社区内，有可能促进区域整体发展，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避免特大城市在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扰，最终达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发展模式。③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产生了后现代主义。１９６０年，凯文·林奇在他的

《城市的印象》中认为，任何一个城市都有着一个由多个单独图像相互重叠而成的公认

的形象或是一组分别为相当部分的人认可的形象。一个城市形象中与外形有关的内容可

分为五类元素：路径、边界、区域、节点和地标，它们是有基本规律可以把握的，应该

从这些要素的形态入手，去研究城镇的空间结构。④ 在本书的后面章节中，会将这些要

素进一步细化，对四川地区古镇的空间结构进行解析。

１９６１年，美国的简·雅各布森在她发表的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对现代主

义奉行的功能分区规划原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指责现代主义和柯布西埃对城市传统文

化的破坏，认为城市功能必须要有多样性，沿袭传统城市的特点，城镇空间才能保持活

①

②

③

④

伊利尔·沙里宁．城市———它的成长、衰败与未来 ［Ｍ］．顾启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６．
Ｆ．吉伯德．市镇设计 ［Ｍ］．程里尧，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３．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Ｍ］．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５．
凯文·林奇．城市的印象 ［Ｍ］．项秉仁，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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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① 但她主要是从功能上去解决城市中的问题，没有涉及太多的文化内涵，当然这与

美国历史相对比较短有关系。在分析四川地区古镇的时候，不仅在功能上要进行分析，

而且在文化上要进行诠释。

１９６２年，Ｔｅａｍ　１０ （可译为１０次小组）在遵循柯布西埃的城市规划理论的前提下

提出了改良的措施，他们提倡一种错综复杂的明晰的空间穿插，破除单调的现代空间，

而形成一种 “深度”空间。这实际上包含了一种 “过渡”空间的含义在里面，四川地区

古镇中常有半公共空间出现，与这种 “过渡”空间有类似之处。

１９６５年，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在 《城市并非树形》中明确提出自然城市和人工

城市的区别。② 人为规划设计的城市叫做人工城市，它通过简单的功能分区在内部的空

间形成了树状结构的空间体系。而自然城市是通过千百年逐步形成，内部各功能空间常

互相交叉，形成一种半网络结构的空间体系。在中国，人工城市大多是统治者规划的都

城，常有方格网的特点，并以宫室为中心，其余都为附属建筑，因此没有形成 “树形”

或者 “半网络”结构。而对于乡村自发生成的古镇，半网络的空间特色都比较明显，这

在本书后面的分析中会有涉及。

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兹在１９６５年著的 《建筑中的意象》中采用科学的方法

分析了建筑空间的内涵特点，他认为建筑空间的内涵是文化意象的衍生之一。③ 他又在
《存在·空间·建筑》中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并引入了 “存在空间”概念，主要内容是

强调了 “存在空间”不同于我们一般所常见的空间，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④ 他

后来继续在 《场所精神》一书中做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认为建筑与城镇空间都是 “存

在空间”的具体体现，表现在 “聚集”和 “事件”两方面上。书中借用了海德格尔的
“居住”概念，“居住”是建筑与城镇空间的最终目的，即当人体验到场所与环境空间的

意义时，就可以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营造居住空间了。⑤ 因此， “场所精神”实际上是

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空间和其围合物与人之间的感知。他将 “场所”的重要性驾

于 “空间”之上，彻底批判了现代主义建筑所提倡的 “功能空间”。但是 “场所精神”

毕竟是有物质以后再产生的一种联系，因此笔者认为舒尔兹纯粹的先抛弃 “现实空间”

去建立 “存在空间”是行不通的。在这三本著作中都涉及空间建立的理论，同时又涉及

现象学、符号学、历史学等相关的学科，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后现代主义大师罗伯特·文丘里在１９６６年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 《建筑的复杂性与

矛盾性》，提出了复杂和矛盾与简化和生动的对立，反对现代主义的纯净形式。他认为，

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因为墙而分离，而这种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对立，是建筑矛盾的主要

表现形式。同时，建筑上存在着 “双重功能元素”，除了直接功能作用外，还应该体现

①

②

③

④

⑤

简·雅各布森．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Ｍ］．金衡山，译．江苏：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６．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Ａ　Ｃｉｔｙ　Ｉｓ　Ｎｏｔ　Ａ　Ｔｒｅｅ［Ｊ］．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Ｖｏｌ　１２２，Ｎｏ．１，１９６５．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Ｎｏｒｂｅｒｇ－Ｓｃｈｕｌｚ．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１９７７．
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兹．存在 空间 建筑 ［Ｍ］．根据日本加滕邦男自译本转译，１９７６．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Ｎｏｒｂｅｒｇ－Ｓｃｈｕｌｚ．Ｇｅｎｉｕｓ　Ｌｏｃｉ［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ｉｚｚｏｌ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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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历史文化或者其他 “隐喻”特点。① 文丘里的内外空间物理分隔通过墙体来实现的表

述不够完善，虽然它们在物理上有分隔，但是不能以内与外来断然分开，内与外只是空

间相对的一个概念，二者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双重功能元素”则体现出构件

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在传统城镇的界面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年，意大利建筑与城市设计师阿尔多·罗西在 《城市建筑学》中引入了类型学的

概念。② 类型虽然在不同的社会中千差万别，但都与形式和生活方式密切相连，因此类

型是建筑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罗西提出了 “纪念性”建筑物，它们都具有一定的 “经

久性”，承载着历史文脉。这在四川地区古镇中就体现在寺庙、码头、会馆等重要的建

筑物中。

１９７５年，罗伯·克里尔明确定义了城市空间，他指出建筑物之间所有空间和其他位

置都是城市空间，这种空间由一系列的立面图所包围。③ 他指出街道和广场是城市空间中

最基本的元素，并对它们表现出来的空间形式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他还认为新建筑必

须符合城市的空间逻辑结构，能够在设计中对已经存在的空间格局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这种归纳主要是建立在形态和美学的基础上，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同

年，柯林·罗和弗瑞德·科特在 《拼贴城市》中引入了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概念———

拼贴 （修补术），认为拼贴是一种技术，是思想的一种表述。④ 城市中人们常根据自己的

参考和传统价值的解释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拼贴调节了混合展示和自主的要

求。从中可以看出，拼贴具有调和城市矛盾的作用，它提倡历史文化元素的多元共存。这

是一种现代建筑意识形态的理论，追述着现代主义建筑的哲学思潮，将城市形态与空间引

向多元视角，特别是文脉主义的提出，对后续城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日本建筑界，对于城市与建筑也出现了很多新的观点，黑川纪章在他１９７７年的

著作 《建筑中的新陈代谢》中指出，建筑与城市如同生物有机体一样，都进行着新陈代

谢。传统的建筑与城市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空间的要求，应该主动运用技术去进

行改变，要去仔细研究可以操纵的空间配置。⑤ 他在书中部分同意柯布西埃关于城市的

观点，但又进一步指出，路和街道不是一个概念，路仅仅是让交通工具得以通行，而街

道则是集多种功能于一体，是生活空间的一部分。他还认为 “灰空间”的作用非常重

要，它在建筑、社会和自然环境三者之间形成开放的关系。而在四川地区古镇中，以廊

为主的灰空间非常多，个人空间和整体古镇空间互相对立又相互包容，在后面的古镇分

析中将会运用到这个重要的理论。１９８７年，黑川纪章的另一本著作 《共生哲学》提出

了不同文化共融的建筑及空间是有机结合的一种建筑和空间的理想模式，体现出与中国

①

②

③

④

⑤

罗伯特·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Ｍ］．周卜颐，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０６．
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学 ［Ｍ］．黄士钧，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Ｒｏｂ　Ｋｒｉｅｒ．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ｃｅ［Ｍ］．Ｔｒａ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Ｃｚｅｃｈｏｗｓｋｉ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ｌａｃｋ．Ａｃａｄｅｍ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１９７５．
柯林·罗、弗瑞德·科特．拼贴城市 ［Ｍ］．童明，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Ｋｉｓｈｏ　Ｋｕｒｏｋａｗａ．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Ｍ］．Ｓｔｕｄｉｏ　Ｖｉｓｔａ，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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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似的 “共生”哲学。①

１９７７年，查尔斯·摩尔在 《人体、记忆与建筑》中认为，路标、坐标、等级，特

别是边界，是人类认识周围空间的唯一起点。② 了解这个边界，有利于认识内在空间序

列的延伸。同时，边界里的居住空间可以用住所、路径、模式和边缘组成的句法来描

述，其中建筑空间秩序的设置可以被认为是用来响应自然景观、人类身体和记忆的。他

认为城市的纪念场所中充满了人类的烙印，这点与罗西的观点是一样的。而边界也是本

书所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线形街道空间的边界、外边界等。对四川地区古镇而

言，边界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是比较丰富的。

１９７８年，莱昂·克里尔在 《理性建筑：城市的重建》中抓住了重建的两个重要内

容———街道和广场，在重建过程中必须要注重公共建筑和城镇构架之间的正确关系，但

他没有提出具体的处理手段和方式方法。③

１９７９年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又在 《城市并非树形》的基础上著了 《建筑的永恒

之道》，列举了若干点统治建筑和城镇的方法，以求城镇的存在。其中关于空间模式的

几点说法总结了建筑和城镇空间存在的方式：其一，事件的模式总是与空间中一定的几

何模式联系在一起，每个建筑和每个城镇都来自空间中的几何模式；其二，城镇或者某

个建筑的场所如果变得有生气，那么整个空间场所也会变得有生气。④ 笔者以为，亚历

山大总结的空间模式值得肯定，但是没有辩证地看待空间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建筑

与空间是复杂的系统，仅从一个方面推导出另一个方面显得过于片面，因此在研究中应

当注重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

１９７６年罗伯特·马奎尔在 《传统的价值》中指出乡土化不是一种风格，更不是可

模仿的。乡土的本质特点就是告诉我们对事物要采取 “直接”的手段，它是建筑和空间

最本质的特征。其目的是告诉乡土性不是可以随便模仿建造的，是自然而成的，脱离了

一定的环境就成为一种假古董。⑤

１９７８年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宣言 《欧洲城市的重建》中谈到，欧洲城市的建筑传统

必须得到保护，恢复旧城市的街道、广场、街区、公园等，禁止在传统历史城镇中建设

高速公路，必须缩小城市的建设边界，精确定义乡村以便能够明确区分城镇和乡村。同

时建议要对欧洲城市进行重建。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至今，后现代主义、晚期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大量出现，建筑

与城市设计呈现出纷繁芜杂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现代主义阶段，各种新的思潮层出不

穷。在这一时期，对城镇和建筑空间有影响的研究大致如下：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ｉｓｈｏ　Ｋｕｒｏｋａｗａ．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Ｍ］．Ａｃａｄｅｍ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４．
Ｋｅｎｔ　Ｃ　Ｂｌｏｏｍ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　Ｍｏｏｒｅ．Ｂｏｄｙ，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Ｍ］．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
Ｌｅｏｎ　Ｋｒｉ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Ｒａ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ｉｔｙ ［Ｍ］．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１９７８．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ｈｅ　Ｔｉｍｅｌｅｓｓ　Ｗａｙ　Ｏｆ　Ｂｕｌｉｄｉｎｇ ［Ｍ］．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ｇｕｉｒｅ．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Ｊ］．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　１６４；Ｎｏ．３３，１８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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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美国建筑师史蒂文·霍尔在 《锚固》中指出，建筑与空间是和它所在地

的经验联系在一起的。① 而联系的这种意义不仅仅体现在客观物质上，还体现在历史、

文化上，与人的经验上的关联、抽象相关。实际上说明了建筑与其环境的联系，这种环

境不仅仅包含物质的，而且是精神上的，建筑与现象学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城镇与建筑

的空间理论进一步向多学科发展。

１９９０年，克里斯托弗·戴在 《灵魂的场所》中着重关注了建筑的反应以及建筑对

环境的影响。他认为，建筑是为了改善和突出场所，尽量用传统的木材和石材去体现建

筑的美学特点。建筑的灵魂是通过赋予光和物质来体现的。② 当然，这本书充满了一些

理想主义的色彩，从一种纯艺术和美学的角度上去考虑建筑是肯定有局限性的。

丹尼尔·李伯斯金属于解构主义的先锋设计师，他的 《终结空间》提出在建筑的空

间建构中，几何结构的直觉和形式化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联系。③ 这种联

系属于他本人的一个直觉，显得过于激进。但这种思考模式在本书中值得借鉴，毕竟古

镇的空间形式与其在建构的过程中，总有一些深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一种叫 “新都市主义”的规划理论出现，主要内容是恢复城

市面貌和功能，使城市重新成为人们集中居住、工作和生活的中心。它的核心是以现代

需求改造旧城市市中心的精华部分，使之符合当代人的需求。④ 城市基本不进行新建，

完全是在旧建筑的基础上进行改建、修缮和装饰，尽力保证旧建筑完整的风貌，保护整

个城镇的完整旧貌，特别是它的尺度、广场、街道功能以及建筑立面。这种思潮对保护

整个历史文化城镇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注重了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在这个前提下，可以

发展现代化的内部功能空间。当前我国古镇在保护过程中也常用到这样的方法，特别是

在古镇民居的改建中，保留原有的空间格局，仅对内部功能和设施进行改建。

美国著名的建筑师阿摩斯·拉普卜特对文化与建筑设计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左右，他在 《宅形与文化》中谈到，虽然 “宅形”有顺应气候及物质条件

一面，但非物质的文化因素往往具有决定空间结构的作用。⑤ ８０年代，他在 《建成环境

的意义—非言语表达方法》中以人—环境学的角度来研究环境的意义。他认为使用者和

设计者的意义是不相同的，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感觉与联想。⑥ 他运用哲学上的非言

语表达方法分析出环境具有文化性，并体现于文化环境、社会交流、脉络和记忆功能

上。他对环境构成的物质要素进行了分类，并指出了其中非固定特征因素所造就的环境

意义可变性较大。而在２００２年出版的 《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中，他主张建筑设计应

该以所在环境的文化特性研究为基础，在人与建筑空间环境的互动因素中应该体现出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ｔｅｖｅｎ　Ｈｏｌｌ．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ｒｉｃｅｔｏ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Ｄａｙ．Ｐｌａ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ｌ［Ｍ］．Ｔｈｅ　Ａｑｕａｒｉａｎ　Ｐｒ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０．
Ｄａｎｉｅｌ　Ｌｉｂｅｓｋｉ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Ｚｅｒｏ　Ａｎｄ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Ｍ］．Ｒｉｚｚｏｌｉ，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８１．
王受之．世界现代建筑史 ［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９．
阿摩斯·拉普卜特．宅形与文化 ［Ｍ］．常青、徐菁、李颖春、张昕，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阿摩斯·拉普卜特．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言语表达方法 ［Ｍ］．黄兰谷，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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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化上的认同。① 传统文化应该受到尊重，应该让其发展而自然改变，产生一个渐变

的过程，以防止突变带来的城镇整体空间结构上的破坏。他的研究把建筑学、文化地理

学、城市规划、人类学、民族志、行为学以及跨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文化与建筑方面
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在本书中多有提到。

在当代最新的国外研究成果中，迈克尔·索斯沃斯与伊万·本－约瑟夫所著的 《街
道与城镇的形成》对当代美国街道规划与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提出了 “共享街

道”的概念，② 在研究城镇历史和大量具体数据的背景下，研究适宜居住的街道。这些
研究主要取材于欧美地区，对亚洲地区街道的特点没有涉及，历史文化的不同导致街道

空间特点的不同，在这点上应该区别对待。

史蒂文·蒂耶斯德尔等在所著的 《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中，提出了历史街区保护

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简单化的注重限制性保存措施的制定到后来推动街区振兴与整合
的演变过程。③ 这意味着要进行两方面的重要变化：其一，是传统活动的改变；其二，

是重新建立街区的经济基础。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主要体现出几大价值：美学价值、建筑
多样性价值、环境多样性价值、功能多样性价值、资源价值、文化记忆／遗产连续性价

值、经济商业价值。而这些价值又主要体现出它们各自在某种程度上的更新能力。在振
兴中分为：以旅游和文化产业为先导的振兴，以住宅建设为先导的城市振兴，以工业和

商业区为先导的振兴。而本书所谈的是以旅游和文化产业为先导的古镇空间上的保护、

发展与振兴。

罗杰·特兰西克 《寻找失落空间———城市设计的理论》中指出现代城镇发展造成很
多消极空间，需要通过整合的城市设计方法来解决，其中包括连接有序的活动、边界的

水平围合、边缘连续、整合的桥梁和室内外的融合。④ 传统四川地区古镇的开发中也常
用到这些方法，需要结合传统的文化特色进行设计。罗杰·特兰西克直接从空间角度进

行剖析，运用城市设计的三大理论———图－底理论、连接理论和场所理论，提出了非常
有价值的设计方法。

虽然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差距比较大，但近现代的空间理论、传统城镇的保护方式与
方法大多都源自于国外现代建筑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因此，在了解国外最新的发展与研

究概况的同时，结合当地的文化特点，对本土的历史文化城镇进行空间分析是本书的主
要研究方法。

二、国内城镇空间理论与古镇保护的研究

国内传统城镇的空间发展常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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